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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城镇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未来在稳步推进城镇

化进程中，应当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及法律法规，让农村养老问题得到解决，促进

我国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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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aging, the pension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steadily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n the futu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ssue of rural old-age 

care, and relevant infrastructure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old-age care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hina’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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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农村养老模式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目

前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仍在36.11%，较

2010年相比，农村人口占比降低，但是

老年人口的比例却是显著增长，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26%到现在已经

增长到18.7%，老龄化程度显著加深。 

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以子女赡养为

主。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随着政

策的推动，农村地区青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人员增多，这使得依靠子女赡养为主

流养老方式的农村地区面临着养老难的

问题。由于缺乏专业养老知识，养老问

题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老年人的需求

未得到妥善解决，容易产生家庭矛盾，

出现一些老年人没有人管的现象。 

现阶段，农村的养老模式处于固化

阶段，子女赡养老人作为一种在农村

常见的养老方式，遵从着千百年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的理念。

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尤

其在农村本就以大家庭生活为主，家庭

的主要组成人员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

照顾老年人的责任也自然而然的落在了

年轻人身上。老年人习惯生活在自己相

对熟悉的环境之中，但是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现在的年轻人外出务工或者定居

在外的情况较多，加上原来的独生子女

政策以及现在的购房需求给现在的年轻

人带来了压力，照顾老年人会有一些不

方便，这就使农村有些老年人不得不选

择自己在农村独自生活，形成一种庭院

养老模式。 

2 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 

“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是现

在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使得空巢老人、留

守老人的精神寄托、生活质量等问题日

益显现，养老难、养老贵成为亟待破解

的瓶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科学养老意识欠缺 

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大多老年人

处于知识水平匮乏的阶段，学习能力一

般，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农村的养老服

务一直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希望老

年人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但是老年人的思想已经固化，很难

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容易接受

现在新兴的养老方式。。 

2.2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水平、基础设

施相比城镇而言较为落后，随着收入的

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

养老服务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但是

农村的养老模式依旧比较传统，无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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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老年人的需求，再加上资源有限，农

村的养老机构较少，配套的基础设施并

不完善。现有的养老机构大多是集中关

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但却忽视了老年

人的心理状态，从而制约了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提高。  

2.3相关政策不够成熟 

我国在2009年推出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人们俗称（新农保），有个人缴

费和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个筹资渠

道，农民每月（五十五元）基础养老金

由中央财政直接支出，每个参保农民在

年满六十周岁后就可直接按月领取，数

千年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养老金。新

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

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

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

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距

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

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

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

缴费不少于15年。但是据调查显示，农

民很少愿意去补缴，宁愿只领取国家规

定的 低保障金额，但是 低保障金额

愿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日常所需，尤其在

需要支付医疗费用之时，通常都要寻求

子女的帮助，给子女也带来了担忧和压

力。除此之外，虽说农民有土地，但是

年老以后难以进行体力劳作，无法取得

收入，没有物质资源的支撑也使养老问

题变得更加困难。 

3 农村养老问题的应对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龄化程度

的加深，形成了较大的养老压力，养老

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针对以上问题，

提出几点相应的解决措施。 

3.1普及养老知识，增强养老意识 

除了子女养老为主流的养老方

式，我们应当学习新型养老模式，并

对农村的老年人进行宣传普及。因为

在我国孝文化的影响下，子女为长辈

提供物质基础并照顾老人的传统成为

共识，但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改变固有的思维

模式，从自身做起，学习科学的养老知

识，让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感受到新型养

老模式的优点。 

3.2整合优质资源，优化养老环境 

由于农村老年人口对现在信息网络

技术不太熟悉，不同乡镇之间很少共享

信息数据，这使得农村养老资源过于分

散，不利于养老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

而互联网借助于自身强大的共享性，再

结合大数据技术的支撑，有助于农村养

老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得以实现，强化

养老资源的快速流动。例如，老年人借

助于互联网方式在个人信息账户中登

记相关信息，所有养老机构都能基于

“云数据”平台上对其信息进行实时查

看。同时，老年人还可以主动筛选出层

次、种类各不相同的养老服务资源；养

老机构也可以将老年人容易产生误导作

用的相关信息进行主动屏蔽，将安全和

谐的信息环境提供给老年人。 

3.3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养老服务 

对于养老政策，农村老年人了解不

多，镇政府要加强宣传新医保、新农保

等惠民政策，让老百姓知道按时足额缴

纳养老金的重要性，并且将流程公开透

明化，受惠群众及金额公示出来，避免

被贪污。对于一些特别贫困的老年人或

者患有重大疾病的老年人，通过基层政

府的工作人员走访登记，核实每一位老

年人的情况，及时上报，建表格，公开

信息，政府也需从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支

付费用，建立老年人、空巢和残疾老年

人的政府补贴制度，派相关人员监督实

行到位。政府应及时建立和完善养老补

贴制度，特别是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逐

步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做好保护老年人

的权益工作。 

4 结束语 

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增快，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乡村文化的推进，文明乡村

的建设，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的创建，农村养老问题的研

究需进一步开拓，打造农村老年人丰富

的文化生活，创建农村老年人宜居的环

境，开创农村养老服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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